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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11/19）早上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一例一

休、獨立公投與政府效能」全國性民調發表會。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十八次

每月例行的重大議題民調。由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教授主持並主講，會中邀請三

位知名學者專家出席與談，包括台大國發所教授辛炳隆、成大法律係教授許忠信、

台大經濟系兼任教授張清溪。 

 

2017 年十一月全國性民意調查重點：以「一例一休、獨立公投與政府效能」」

為主軸，進行相關議題的研究。此外，我們也針對蔡英文總統聲望、賴清德內閣

施政表現、台灣人對習近平的感覺、以及政黨認同等進行了全國性調查。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 關於蔡英文總統聲望，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有三成

九贊同蔡英文總統領導國家的方式，同時，有四成的人不表贊同。和最近一

個月相比，贊同蔡總統國家領導方式的人下滑 5.1 個百分點，不贊同蔡總統

國家領導方式的人，上升 2.5 個百分點；從另一個方面看，目前不贊同蔡英

文總統領導方式的人高於贊同的人 1.2 個百分點。  

 

二、 行政院長賴清德的施政表現持續受民眾肯定，最新民意顯示，在全體台灣成

年人中，有高達六成的人滿意賴內閣的表現，有兩成七的人不滿意，一成三

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與上個月相比，滿意的人再增加兩個百分點，但不

滿意的人也同步上升六個百分點。  

 

三、 關於台灣人對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感覺，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

有 29%的人對習近平有好感，39.9％的人對他沒感覺，19.9%的人對他有反

感，11.1%不知道。如果以平均度數來看，台灣人對習近平的感覺溫度是 51.52

度。整體而言，多數台灣人對習近平基本上無感；但有好感的人比有反感的

人多出 10 個百分點；以平均度數 51.52 度來說，台灣人對習近平是有些許

的好感，這或許與習近平鮮少對台灣惡言相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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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一例一休」修法的整體民意反應，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二十歲以上

成年人中，有超過六成的人贊成行政院這項修法行動，但也有約三成左右的

人反對。這表示行政院長賴清德此次針對「一例一休」的修法贏得民心，獲

得絕大多數民意的支持。 

 

五、 關於現行公投法的修法，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有五

成六的人贊同修改公投法，三成反對。這表示訴求公投法修法的確擁有相當

深厚的民意基礎。 

 

六、 關於公投法修法的時機，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有五

成八的人贊同蔡政府應積極加速推動修正公投法，只有三成的人反對。這也

顯示，蔡政府若藉故推遲公投法修法，易遭惹民怨。 

 

七、 關於台灣獨立公投，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有四成三

基本上贊成在蔡英文總統這個任期內舉行獨立公投，但有四成八反對。這代

表台灣人對在蔡英文總統這個任期內舉行獨立公投一事，看法分歧，尚無共

識。但反對者僅比贊成者多五個百分點。 

 

八、 關於若台灣舉行獨立公投可能導致中共武力犯台，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 二

十歲以上成年人中，四成九的人認為還是不要比較好，但也有多達四成一的

人不贊成因考慮中共武力犯台的因素就放棄獨立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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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過去兩個月內，世界上出現兩項「獨立公投」，一是伊拉克庫德族人，另一個是西班

牙加泰隆尼亞人，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切。兩項獨立公投都獲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贊成

票，但投票率不一樣。伊拉克「庫德族人」的投票率高達七成二，但西班牙「加泰隆尼

亞人」的投票率則只有四成三。這兩項「獨立公投」的結果，強烈表現了當地人追求獨

立建國的理想與熱情，但也引起伊拉克和西班牙政府的強烈反對和鎮壓。國際社會主要

國家則大多不表贊成，使得兩地區人民的未來蒙上陰影。 

台灣今日的政治地位和國際形勢當然和這兩個地區的狀況有極大的不同，無法相提

並論。例如，台灣早就是一個事實上的主權獨立的國家，名稱叫中華民國，不是任何其

他國家的一部份。但這兩項「獨立公投」的過程、結果與國際反應，對台灣還是有其重

要的參考價值。畢竟，統獨問題仍然是當前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台灣人是否嚮往獨

立公投？是否有獨立公投的急迫感？是令人好奇的問題。 

「一例一休」的勞動政策與立法，自去年十二月蔡英文總統頒佈實施之後，反彈聲

浪四起，成為蔡政府的阿基里斯鍵，一個揮之不去的困擾。十天前，11 月 9 日，新任行

政院長賴清德鄭重召開記者會，提出一個試圖在根本上修改「一例一休」的行政院版本，

展現了賴內閣的行政效能，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台灣整體民意反應如何？非常值得探究。 

此外，最近因美國總統川普的亞洲行，捲起一股川普旋風，從訪日、訪中、到越南

的亞太經合會領袖會議，媒體大幅報導，直接間接引發人們對台灣國際地位的感觸。蔡

英文總統 10 月 28 日啟程出訪南太平洋三邦交國，同時也派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當領袖

代表出席越南峴港的 APEC 高峰會。台灣人民感受如何？也值得一探究竟。 

最後，蔡英文總統近期聲望出現何種變化？提升了？下降了？還是沒有改變？台灣

人對上任兩個月的行政院長賴清德評價如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最近

晉身為中國新一代政治強人，台灣人對習近平有什麼感覺？皆是值得關注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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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心問題 

在上述背景下，十一月民調以「一例一休、獨立公投與政府效能」」為主軸，進行相

關議題的研究。此外，我們也針對蔡英文總統聲望、賴清德內閣施政表現、台灣人對習

近平的感覺、以及政黨認同等進行了全國性調查。 

簡單地講，2017 年 11 月全國性民意調查有八大重點： 

（一）蔡英文總統聲望 

（二）賴清德內閣的施政表現 

（三）台灣人對習近平的感覺 

（四）行政院鬆綁「一例一休」的民意反應 

（五）有關「鳥籠公投法」修法時程的民意反應 

（六）台灣獨立公投的相關問題 

（七）蔡英文總統的外交表現 

（八）政黨認同 

參、調查期間與方法 

本次調查由台灣民意基金會游盈隆教授負責問卷設計、研究發現的判讀、報告撰寫、

及相關公共政策意涵的解析；山水民意研究公司受基金會委託，負責抽樣設計、電話訪

談與統計分析。訪問期間是 2017 年 11 月 13 到 15 兩天；以全國為範圍的二十歲以上

成年人；抽樣方法是以全國住宅電話用戶為抽樣架構，以系統抽樣加尾數兩碼隨機方式

抽樣；有效樣本 1074 人；抽樣誤差在 95%信心水準下約正負 2.99 個百分點。並依內

政部最新人口統計資料進行地區、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加權，以符合母體結構。經費

來源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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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要研究發現 

一、蔡英文總統聲望：38.6%，下滑 5.1個百分點 

關於總統聲望的測量，一如往昔，我們是這麼問的：「整體來講，您贊同或不贊同蔡

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與政策？」結果顯示：6.6%非常贊同，

32%還算贊同，26.1%不太贊同，13.7%一點也不贊同，21.5%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

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有三成九的成年台灣人贊同蔡英文總統領導國家的方式，同時，

有四成的人不表贊同。和最近一個月相比，贊同蔡總統國家領導方式的人下滑 5.1個百

分點，不贊同蔡總統國家領導方式的人，上升 2.5個百分點；從另一個方面看，目前不

贊同蔡英文總統領導方式的人高於贊同的人 1.2 個百分點。請參見圖 1。 

圖 1：蔡英文總統聲望（2017/11） 

 

從近兩、三個月總統聲望變化的趨勢看，2017 年 9 月蔡英文總統因更換閣揆及內

閣總辭，原先低迷的聲望扶搖直上，急遽上升了 16.6 個百分點；但一個月後，小跌 2.7

個百分點，到了 11 月又再度下滑 5.1 個百分點，不到三個月內聲望下挫 7.8 個百分點，

下降幅度不能說是不大；同時，不贊同蔡總統用人與政策的人上升 3.4 個百分點，達到

四成左右。這一來一往之間，又形成所謂「死亡交叉」，不贊同蔡英文總統國家領導方式

的人多於贊同的人 1 個百分點。這是蔡總統上台十八個月第三次民意支持度的所謂「死

亡交叉」，事出必有因。究竟蔡英文總統在用人和政策上出了什麼問題，引起民眾不滿，

讓總統聲望再現 3 字頭，宜審慎嚴肅面對，否則將難以收拾持續下滑的民意趨勢。請參

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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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蔡英文總統聲望趨勢圖 [2016/5~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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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交叉分析，呈現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贊同或不贊同蔡英文總統

國家領導方式的人，在已知的每一個社會類別團體，都呈現相當接近或旗鼓相當的狀況；

換言之，沒有哪一個社會類別團體，譬如說是年輕人、勞工、農民、女性等，出現一面

倒的支持或不支持的現象，除了政黨認同者、外省人之外。這和去年五月，當蔡總統聲

望高達七成，如日中天的時候，是完全無法相提並論的。請參見交叉分析附件一。 

二、關於賴清德內閣的施政表現：六成滿意，二成七不滿意 

行政院長賴清德九月初上任以來迄今兩個多月，重新詮釋了行政院長的政治角色，

展現不同於前院長林全的施政風格，台灣社會的感受如何？ 

我們問：「行政院長賴清德上任已經兩個多月了。一般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清

德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結果發現：10.2%非常滿意，49.5%還算滿意，18.3%不太

滿意，8.9%非常不滿意，13.2%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言之，在全體台灣成年人中，

有高達六成的人滿意賴內閣的表現，有兩成七的人不滿意，一成三沒意見、不知道或拒

答。與上個月相比，滿意的人再增加兩個百分點，但不滿意的人也同步上升六個百分點。

請參見圖 3和圖 4。 

行政院長賴清德上任兩個月的表現顯然深受台灣民眾的歡迎和肯定，六成的內閣施

政滿意度，徹底翻轉了林全內閣不到三成滿意度的執政困境，力挽狂瀾，成為 1996 年

民選總統以來極少數最受民眾歡迎的內閣之一，寫下歷史新頁。 

進一步的交叉分析顯示，賴清德內閣的施政表現獲得跨性別、跨年齡層、跨省籍、

跨不同教育程度、跨職業類別、跨地理區域的民眾多數支持。即便在不同政黨支持者方

面，賴清德內閣也獲得四成二國民黨認同者的肯定，四成八中性選民的滿意，以及八成

八民進黨認同者的支持。但這樣的執政氣勢和表現能否持續下去？會不會是曇花一現？

是大家高度關切的問題。 

圖 3：關於「賴清德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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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賴清德內閣施政表現-兩次比較 [2017/10、2017/11] 

 

 

三、關於台灣人對習近平的感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後，被各方普遍認為，已登上個人新的權力高峰，

黨內地位直追毛澤東與鄧小平。而最近因美國總統川普亞洲行，北京會見習近平，氣氛

融洽，媒體大幅報導；再加上今年亞太經合會（APEC）領袖會議在越南舉行，台灣方

面也派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帶代表出席，國內外媒體對習近平的報導很多。對這位中國政

治舞台上的第一號人物，台灣人的感覺為何？令人好奇。 

我們使用「感情溫度計」（Feeling Thermonmeter）來測量習近平在台灣人心中的

溫度。具體地說，我們是這麼問的：「如果用 0 到 100 來表示對國內外政治人物的好感

與反感，0 表示最冷，最強烈的反感；而 100 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感；50 表示沒什麼

感覺，既無好感也無反感。」請您用 0 到 100 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

導人習近平的感覺。」 

結果發現：在台灣成年人中，有 29%的人對習近平有好感，39.9％的人對他沒感覺，

19.9%的人對他有反感，11.1%不知道。如果以平均度數來看，台灣人對習近平的感覺

溫度是 51.52 度。這樣的數字代表了什麼意義呢？整體而言，多數台灣人對習近平基本

上無感，既無特別的反感，也無特別的好感；但終究有好感的人比有反感的人多出 10 個

百分點；以平均度數來說，可以說，台灣人對習近平是有些微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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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台灣人對習近平的感覺（2017/11） 

 

圖 6：台灣人對馬英九與習近平的感覺  

 

如果和馬英九前總統在去年甫卸任時的感情熱度相比較，應是一個有趣的對比，因

為感情溫度計是相對較穩定的測量工具。根據本基金會去年（2016）五月的相關調查發

現，台灣人對馬英九的感覺如下：41.1%有反感，31.2%沒感覺，23.7%有好感，4%不

知道；平均度數 41.64。也就是說，以當時情況來講，台灣人對馬英九有反感的遠多於

有好感的，這和台灣人對習近平的感覺不一樣。此外，如果以絕對的溫度來看，台灣人

對習近平的感覺溫度竟比馬英九高約 10 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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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感覺)

51以上

(好感)

不知道

馬英九

2016年 05月

(n=1,089)

習近平

2017年 11月

(n=1,074)

平均值：51.52平均值：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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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對馬英九前總統的感覺，為什麼台灣人反而對中國國家主席暨中共總書記習

近平較友善呢？換一個角度說，為什麼台灣人對中國國民黨馬前主席的感覺相對比較冰

冷，而對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比較熱絡？原因何在？值得探究。當然，如果拿習近平

感情溫度計的測量結果和行政院長賴清德或台北市長柯文哲這兩位當紅的台灣政治明

星相比，那又是另一種景致了。 

四、關於修改「一例一休」行政院版的民意反應 

行政院長賴清德 9 月 8 日上台，行政院「一例一休」修法版本在 11 月 9 日端出，

前後正好兩個月，展現賴清德劍及履及的施政風格。這次修法，根據官方的說法，在工

時及週休二日等四原則不變的前提下，增加加班及排班等四彈性，有條件鬆綁七休一。

具體地說，修法涉及五個面向：（一）有條件鬆綁七休一；（二）提高加班工時上限；（三）

休息日加班費改核實計算；(四)有關特休假的相關規定；（五）關於輪班間隔時間的安排。

我們十一月民調針對前三項做了調查，結果如下。 

（一）關於鬆綁七休一方面 

我們問：「這次行政院版的修法，重點之一是將原先「硬性規定勞工工作六天後必須

休息一天」，改成「有條件鬆綁七休一的硬性規定」（有條件，意思是說，在政府同意及

工會或勞資協商後可調整），請問您贊不贊成這項新規定？」 

結果發現：12.4%非常贊成，42.2%還算贊成，18%不太贊成，14.7%一點也不贊

成，12.7%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成年人當中，

有五成五的人贊成此次行政院「有條件鬆綁七休一硬性規定」的修法行動，但有三成

三的人反對。請參見圖 7。 

圖 7：關於「有條件鬆綁七休一」的民意反應（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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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加班時數上限方面 

我們問：「針對勞工每月加班時數的上限，這次修法，從每月 46 小時，改成「每個

月最高 54 小時，但三個月總計不得超過 138 小時」，請問您贊不贊成這項調整？」結果

發現：11.9%非常贊成，47%還算贊成，16.3%不太贊成，13.2%一點也不贊成，11.7%

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成年人中，有五成九的人贊

成這項新的政策調整，但有約三成左右的人不以為然。請參見圖 8。 

 圖 8：關於勞工每月加班時數的上限問題（2017/11） 

 

（三）關於休假日加班費的計算方面 

我們問：「針對勞工休息日加班費的計算，這次修法，從原先「做 1 小時，給 4 小

時；做 5 小時，給 8 小時」改成「核實計算」（做多少小時，就算多少小時），請問您贊

不贊成這項調整？」結果發現：18.2%非常贊成，41.4%還算贊成，16.7%不太贊成，

16%一點也不贊成，7.7%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成

年人中，有六成的人贊成這項新的政策調整，但有約三成三左右的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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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關於勞工休息日加班費的計算問題（2017/11） 

 

（四）關於「一例一休」修法的整體民意反應 

我們問：「整體來講，您贊成或不贊成行政院這次鬆綁（放寬）「一例一休」的修法

行動？」結果發現：16.5%非常贊成，44%還算贊成，17.3%不太贊成，12.4%一點也不

贊成，9.7%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成年人中，有超

過六成的人贊成行政院這項修法行動，但也有約三成左右的人反對。這清楚地表示行政

院長賴清德此次針對「一例一休」的修法贏得了民心，獲得社會主流民意的支持。請參

見圖 10。 

進一步的交叉分析，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 在自營商/企業主方面，六成五贊成，兩成一不贊成； 

第二、 在白領勞工方面，六成三贊成，三成反對； 

第三、 在藍領勞工方面，六成一贊成，兩成一反對； 

第四、 在家庭主婦方面，五成八贊成，兩成六反對； 

第五、 在高階白領（包括管理階層）人員方面，五成七贊成，三成六反對； 

第六、 在政黨認同者方面：七成八民進黨認同者贊成，一成六反對；五成七國民

黨認同者贊成，三成九反對；中性選民，五成一贊成，三成六反對。 

第七、 其他包括性別、年齡層、教育程度、全國行政區域都出現一面倒的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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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關於行政院版「一例一休」修法的民意反應（2017/11） 

 

如果將此次有關「一例一休」修法的全國性民調結果和之前三次有關「一例一休」

政策與立法的民意反應做比較，可以發現兩者之間的發展脈絡是一致的。當社會主流民

意長達近一年一致的反對「一例一休」的政策立法時，行政院此次回應主流民意，針對

性的修法行動自然很快引起社會強烈的共鳴。高達六成以上的民意支持，是蔡英文政府

自去年上台以來所創下單項政策最受民眾歡迎的記錄。請參見圖 11。 

圖 11：「一例一休」勞工政策的民意反應-三次比較 (2017/1、2、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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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公投法修法的民意反應 

現行公民投票法，是 2003 年 11 月 2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其中除了第十七條所謂

「防衛性公投」是民進黨政府所提之外，全數是國親兩黨提出的。此乃肇因於當時執政

的民進黨強力推動落實公投立法，國親在野聯盟乃決定化被動為主動，反守為攻，積極

進行公投立法，利用立院多數的優勢，企圖制訂一部符合己意的、反公投的公民投票法。

後來這部公投法被諷刺為「鳥籠公投法」，可以說是朝野政治惡鬥的產物。2003 年 12 月

12 日，行政院正式向立法院提出覆議案。覆議結果：2003 年 12 月 29 日立法院以 118

票對 95 票，維持原決議，覆議沒過。2003 年 12 月 31 日總統簽署「公民投票法」，頒

佈實行。 

公投法頒佈實行後迄今，台灣共舉行過六次全國性公民投票，但礙於通過門檻太高，

民眾投票雖稱踴躍，但沒有一案獲得通過。2016 年民進黨重返執政，並掌握立法院絕

對多數席次，公投法修法被許多民進黨支持者視為理所當然，但上台十八個月公投法修

法並沒有被提上議程，引起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律師所領導的「人民作主基金會」兩次

靜坐抗議，目前抗議仍進行中。 

因為公民投票法攸關台灣直接民主的運作，我們覺得有必要瞭解台灣社會對公投法

修法相關問題的意見，因此納入 2017 年 11 月調查的重點。 

（一） 關於現行公投法的修法 

我們問：「有人說：「現行公民投票法中，公民提案、連署、通過的門檻都太高，應

該大幅調降，才符合主權在民與直接民主的精神。」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項說法？」

結果發現：19.4%非常同意，36.4%還算同意，18%不太同意，11.7%一點也不同意，

14.5%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

有五成六的人贊同修改公投法，三成反對。這表示公投法修法的確擁有相當深厚的民意

基礎。請參見圖 12。 

圖 12：關於公投法修法的民意反應（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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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於公投法修法的時機 

我們問：「有人說：「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蔡英文政府應積極推動修正公投法，越

快越好」，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項說法？」結果發現：18.3%非常同意，39.7%還算同

意，18.2%不太同意，11.9%一點也不同意，11.9%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句話說，

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有五成八的人贊同蔡政府應積極加速推動

修正公投法，只有三成的人反對。請參見圖 13。 

圖 13：關於公投法修法的時機（2017/11） 

 

進一步的交叉分析顯示：第一、在政黨認同者方面，七成九民進黨認同者贊成，一

成五反對；中性選民五成一贊成，三成二反對；四成三國民黨認同者贊成，五成反對；

第二、在所有其他性別、年齡、教育、省籍、職業、行政區域變數方面，所有的類別團

體都呈現贊成遠超過反對者比例。 

六、關於台灣獨立公投的民意反應 

最近國際上兩項「獨立公投」的舉行，再度引起世人對各地獨立運動的關切。台灣

的統獨問題一直是台灣戰後最重要也最具爆炸性的政治分歧，國內外都高度關注相關事

態的發展。然而，台灣統獨問題存在迄今，並未有重要的政黨或團體公開鼓吹「獨立公

投」，並形成一股顯著的、長期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這在在顯示出台灣獨立運動奇特

的溫和，而有別於世界其他國家較激烈或較堅定的獨立運動特質。不過，沒有重要政治

勢力推動「獨立公投」，並不代表台灣人主觀上缺乏「獨立公投」的念頭。我們可以藉著

當前世局的推演，試著去瞭解台灣人對「獨立公投」的想法，也可藉此對長期存在的統

獨問題獲得另一層面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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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我們設計了三個相互關連的問題：一是關於「誰有權決定台灣的未來？」，一

是在蔡英文總統任內舉行獨立公投的可欲性（desirability），另一個是「考慮中共可能藉

此武力犯台，是否還主張獨立公投？」三個問題可以說是環環相扣。 

（一） 誰有權決定台灣的未來？ 

我們問：「關於台灣前途問題，有人認為「台灣前途未來不論是獨是統，只有居住在

台灣的兩千三百五十萬人有權決定」，但也有人認為，「中國大陸十三億五千萬人也有權

參與決定」。請問您的看法如何？」結果發現：86%認為只有居住在台灣的兩千三百五十

萬人有權決定，6.2%認為中國大陸十三億五千萬人也有權參與決定，7.8%沒意見、不

知道或拒答。換句話說，關於「誰有權決定台灣的未來？」這問題，在台灣存在著絕對

的共識，那就是，只有居住在台灣的兩千三百五十萬人有權決定。請參見圖 14。 

針對兩種不同選擇，我們分別進一步追問：「請問您是否堅持「只有居住在台灣的兩

千三百五十萬人有權決定？」」結果發現：56.8%很堅持，43.2%贊成但不很堅持。在另

一方面，我們追問：「請問您是否堅持「中國大陸十三億五千萬人也有權參與決定？」」

結果發現：19.8%很堅持，80.2%贊成但不很堅持。請參見圖 15。 

圖 14：關於「誰有權決定台灣未來？」（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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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關於「誰有權決定台灣的未來？」（2017/11） 

 

（二）關於蔡英文總統任內舉行獨立公投的民意反應 

我們問：「有人說：「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應該在蔡英文總統這個任期內舉行獨立

公投，早日完成台灣歷史使命」，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項主張？」結果發現：16.1%非

常同意，27.3%還算同意，23.8%不太同意，24%一點也不同意，8.7%沒意見、不知道

或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有四成三基本上贊成

在蔡英文總統這個任期內舉行獨立公投，但有四成八反對。這代表台灣人對在蔡英文總

統這個任期內舉行獨立公投一事，看法分歧，幾無共識可言。反對者僅比贊成者多五個

百分點。請參看圖 16。 

圖 16：台灣人對在蔡總統這個任期內舉行獨立公投的民意反應（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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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指出的是，以上關於「獨立公投」的民意反應是在未經長期、有組織的強力動

員下的意見狀態。換言之，在未經長期、有組織、有系統的全面動員下的「自然狀態」

就能有四成以上贊成「獨立公投」，而且贊成在「蔡英文總統任期內舉行」，這表示台灣

已具備在任何時刻舉行「獨立公投」的深厚社會基礎。 

進一步的交叉分析，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 在政黨認同方面，六成四民進黨認同者贊同在蔡總統這個任期內舉行獨立公

投，早日完成台灣歷史使命，但有三成一反對；在中性選民方面，四成贊成，

四成八反對；在國民黨認同者方面，兩成四贊成，七成三反對； 

第二、 在年齡層方面，大體上可以看出，35-54 歲年近中壯年的人多數顯得比較老

成持重，反對在近期之內舉行獨立公投，但相對地，在 25-34 歲的人當中，

五成四贊成，四成反對，顯得這一年齡層的人較勇於追求理想；此外，65歲

以上的人當中，明顯較多數的人是贊成獨立公投的； 

第三、 在教育程度方面，高中職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中，都有近五成的人贊成在近期

內舉行獨立公投，但專科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則有近六成左右的人不贊成。 

（三）獨立公投如果成為中共武力犯台的藉口，還是不要比較好？ 

我們問：「也有人說：「台灣若舉行獨立公投，將給中共武力犯台的藉口，還是不要

比較好。」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項看法？」結果發現：20.3%非常同意，29%還算同

意，25%不太同意，16.2%一點也不同意，9.5%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句話說，最

新民意顯示，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四成九的人認為當因獨立公投可能造成中共

武力犯台時，還是不要比較好，但也有多達四成一的人不贊成因考慮中共武力犯台的因

素就放棄獨立公投。整體而言，台灣人對未來獨立公投是否舉行，是有疑慮，贊成反對

雙方意見分歧，幾無共識可言。但仍有多達四成一的人並不因中共可能藉此武力犯台就

不追求獨立公投，意義重大。請參見圖 17。 

圖 17：當考慮中共武力犯台因素時，台灣人對獨立公投的意見傾向（2017/11） 

 



一例一休、獨立公投與政府效能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宜蘭縣 21 2.0%

新竹縣 24 2.2%

苗栗縣 25 2.3%

彰化縣 58 5.4%

南投縣 23 2.2%

雲林縣 32 3.0%

嘉義縣 24 2.3%

屏東縣 39 3.6%

台東縣 10 1.0%

花蓮縣 15 1.4%

澎湖縣 5 0.5%

基隆市 17 1.6%

新竹市 19 1.8%

嘉義市 12 1.1%

台北市 123 11.4%

高雄市 129 12.0%

新北市 183 17.1%

台中市 124 11.5%

台南市 87 8.1%

桃園市 96 8.9%

連江縣 1 0.1%

金門縣 7 0.6%

1,074 100.0%

非常贊同 71 6.6%

還算贊同 344 32.0%

不太贊同 280 26.1%

一點也不贊同 147 13.7%

沒意見 103 9.6%

不知道 128 11.9%

拒答 1 0.1%

1,074 100.0%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

市？

合計

Q2．整體來講，您贊同或不贊同蔡英

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

人事安排與政策？

合計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執行單位：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訪問地區：全國 

訪問對象：二十歲以上成年人 

抽樣方法：以全國住宅電話用戶為抽樣架構；以系統抽樣加尾兩碼隨機方式抽樣 

訪問日期：106 年 11月 13 日 至 106 年 11月 15 日 

有效樣本：1,074 人 

抽樣誤差：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約 ± 2.99 個百分點 

訪問系統：玉瑪科技 Win Cati 調查系統 

加權方式：依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進行地區、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加權，以符合母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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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一休、獨立公投與政府效能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滿意 71 6.6%

還算滿意 508 47.3%

不太滿意 204 19.0%

非常不滿意 111 10.3%

沒意見 67 6.2%

不知道 109 10.2%

拒答 3 0.3%

1,074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214 19.9%

50(沒感覺) 429 39.9%

51以上(好感) 312 29.0%

不知道 119 11.1%

1,074 100.0%

非常滿意 109 10.2%

還算滿意 531 49.5%

不太滿意 196 18.3%

非常不滿意 95 8.9%

沒意見 57 5.3%

不知道 84 7.8%

拒答 1 0.1%

1,074 100.0%

非常贊成 133 12.4%

還算贊成 453 42.2%

不太贊成 194 18.0%

一點也不贊成 158 14.7%

沒意見 64 6.0%

不知道 72 6.7%

1,074 100.0%

非常贊成 128 11.9%

還算贊成 504 47.0%

不太贊成 175 16.3%

一點也不贊成 141 13.2%

沒意見 52 4.8%

不知道 74 6.9%

1,074 100.0%

合計

Q7．針對勞工每月加班時數的上限，

這次修法，從每月46小時，改成「每個

月最高54小時，但三個月總計不得超過

138小時」，請問您贊不贊成這項調

整？

合計

51.52Q4．「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國內外

政治人物的好感與反感，0表示最冷，

最強烈的反感；而100表示最熱，最強

烈的好感；50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

感也無反感。」請您用0到100之間的

數字來表達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

習近平的感覺。

合計

最近蔡英文總統出訪南太平洋三個邦交國（馬紹爾群島、土瓦魯和索羅門群島）；此外，也二次派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為領袖代表出席「亞太經合會（APEC）領袖會議」。

Q3．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

文總統近來的外交表現？

合計

Q5．行政院長賴清德上任已經兩個多

月了。一般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

清德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

合計

行政院最近針對爭議將近一年的「一例一休」勞動立法與政策提出修法版本，再度引起社會關切

(注)。

Q6．這次行政院版的修法，重點之一

是將原先「硬性規定勞工工作六天後必

須休息一天」，改成「有條件鬆綁七休

一的硬性規定」（有條件，意思是說，

在政府同意及工會或勞資協商後可調

整），請問您贊不贊成這項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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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一休、獨立公投與政府效能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贊成 196 18.2%

還算贊成 445 41.4%

不太贊成 179 16.7%

一點也不贊成 171 16.0%

沒意見 34 3.1%

不知道 50 4.6%

1,074 100.0%

非常贊成 178 16.5%

還算贊成 473 44.0%

不太贊成 186 17.3%

一點也不贊成 133 12.4%

沒意見 46 4.2%

不知道 59 5.5%

1,074 100.0%

非常同意 208 19.4%

還算同意 391 36.4%

不太同意 193 18.0%

一點也不同意 125 11.7%

沒意見 29 2.7%

不知道 126 11.7%

拒答 2 0.1%

1,074 100.0%

非常同意 197 18.3%

還算同意 426 39.7%

不太同意 195 18.2%

一點也不同意 128 11.9%

沒意見 25 2.3%

不知道 101 9.4%

拒答 2 0.2%

1,074 100.0%

只有居住在台灣的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有權決定
924 86.0%

中國大陸十三億五千萬人也有權參與

決定
67 6.2%

沒意見 30 2.8%

不知道 46 4.3%

拒答 7 0.7%

1,074 100.0%

Q9． 整體來講，您贊成或不贊成行政

院這次鬆綁（放寬）「一例一休」的修

法行動？

合計

現行「公民投票法」是2003年底通過的法律。最近台灣社會關於「公民投票法」修法呼聲再起，

我們想就此請教您幾個問題。

Q10．有人說：「現行公民投票法中，

公民提案、連署、通過的門檻都太高，

應該大幅調降，才符合主權在民與直接

民主的精神。」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

項說法？

合計

Q11．有人說：「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

，蔡英文政府應積極推動修正公投法，

越快越好」，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項

說法？

合計

最近世界上有兩項「獨立公投」的舉行，引起國際社會關切，一個是伊拉克「庫得族人」，另一個

是「西班牙嘉泰隆尼亞人」，我們想就此請教您幾個問題。

Q12．關於台灣前途問題，有人認為

「台灣前途未來不論是獨是統，只有居

住在台灣的兩千三百五十萬人有權決

定」，但也有人認為，「中國大陸十三

億五千萬人也有權參與決定」。請問您

的看法如何？

合計

Q8．針對勞工休息日加班費的計算，

這次修法，從原先「做1小時，給4小

時；做5小時，給8小時」改成「核實計

算」（做多少小時，就算多少小時），

請問您贊不贊成這項調整？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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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一休、獨立公投與政府效能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很堅持 525 56.8%

贊成但不很堅持 399 43.2%

924 100.0%

很堅持 13 19.8%

贊成但不很堅持 54 80.2%

67 100.0%

很堅持

「只有居住在台灣的兩千三百五十萬

人有權決定」

525 48.9%

贊成但不很堅持

「只有居住在台灣的兩千三百五十萬

人有權決定」

399 37.1%

贊成但不很堅持

「中國大陸十三億五千萬人也有權參

與決定」

54 5.0%

很堅持

「中國大陸十三億五千萬人也有權參

與決定」

13 1.2%

沒意見 30 2.8%

不知道 46 4.3%

拒答 7 0.7%

1,074 100.0%

非常同意 173 16.1%

還算同意 293 27.3%

不太同意 256 23.8%

一點也不同意 258 24.0%

沒意見 26 2.4%

不知道 65 6.0%

拒答 3 0.3%

1,074 100.0%

非常同意 218 20.3%

還算同意 311 29.0%

不太同意 268 25.0%

一點也不同意 174 16.2%

沒意見 32 3.0%

不知道 65 6.0%

拒答 6 0.5%

1,074 100.0%

Q14．也有人說：「台灣若舉行獨立公

投，將給中共武力犯台的藉口，還是不

要比較好。」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項

看法？

合計

(合併Q12、Q12-1、Q12-2)

Q12．關於台灣前途問題，有人認為

「台灣前途未來不論是獨是統，只有居

住在台灣的兩千三百五十萬人有權決

定」，但也有人認為，「中國大陸十三

億五千萬人也有權參與決定」。請問您

的看法如何？

Q13．有人說：「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

，應該在蔡英文總統這個任期內舉行獨

立公投，早日完成台灣歷史使命」，請

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項主張？

合計

本題回答人數：Q12 "只有居住在台灣

的兩千三百五十萬人有權決定"者

Q12-1．請問您是否堅持「只有居住在

台灣的兩千三百五十萬人有權決定」？

合計

本題回答人數：Q12 "中國大陸十三億

五千萬人也有權參與決定"者

Q12-2．請問您是否堅持「中國大陸十

三億五千萬人也有權參與決定」？

合計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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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一休、獨立公投與政府效能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接近民進黨 73 6.8%

還算接近民進黨 284 26.5%

中立但偏民進黨 53 5.0%

中立／不偏任何政黨 322 30.0%

中立但偏國民黨 68 6.3%

還算接近國民黨 181 16.9%

非常接近國民黨 56 5.2%

不知道 34 3.2%

拒答 3 0.3%

1,074 100.0%

自營商/雇主 127 11.8%

公務人員 20 1.9%

警察 1 0.1%

中小學老師 11 1.0%

民營公司或機構普通職員 196 18.2%

民營公司或機構主管人員 85 7.9%

勞工 168 15.6%

專業人員 34 3.2%

在學學生 30 2.8%

農民 32 3.0%

退休 141 13.1%

無業/待業 38 3.5%

家庭主婦 189 17.6%

拒答 4 0.4%

1,074 100.0%

小學及以下 152 14.2%

初中、國中 135 12.6%

高中、高職 301 28.0%

專科 130 12.1%

大學 277 25.8%

研究所及以上 77 7.2%

拒答 2 0.2%

1,074 100.0%

20～24歲 90 8.3%

25～29歲 89 8.3%

30～34歲 95 8.9%

35～39歲 114 10.6%

40～44歲 104 9.7%

45～49歲 102 9.5%

50～54歲 103 9.6%

55～59歲 101 9.4%

60～64歲 89 8.3%

65～69歲 68 6.4%

70歲及以上 116 10.8%

拒答 3 0.3%

1,074 100.0%

Q17．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合計

Q18．請問您今年幾歲？

合計

Q15．目前國內有兩個主要的政黨，國

民黨與民進黨，請問哪一個政黨的理念

和主張跟您較接近？

合計

Q16．請問您目前的職業身份是？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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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一休、獨立公投與政府效能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河洛人 798 74.3%

客家人 136 12.6%

外省人 122 11.3%

原住民 14 1.3%

新移民 1 0.1%

拒答 4 0.3%

1,074 100.0%

男性 529 49.2%

女性 545 50.8%

1,074 100.0%

Q20．性別

合計

Q19．請問您是河洛人、客家人或是外

省人，還是原住民？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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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一休、獨立公投與政府效能

非常

贊同

還算

贊同

不太

贊同

一點也

不贊同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8.0% 30.6% 24.2% 17.5% 19.6% 529 49.2%

女性 5.3% 33.3% 27.9% 10.0% 23.5% 545 50.8%

6.6% 32.0% 26.1% 13.7% 21.6% 1,074 100.0%

20~24歲 4.5% 35.4% 26.3% 11.6% 22.4% 90 8.4%

25~34歲 3.8% 35.1% 24.8% 13.2% 23.2% 185 17.2%

35~44歲 5.3% 33.7% 25.6% 13.4% 21.9% 218 20.3%

45~54歲 6.3% 26.6% 34.0% 14.3% 18.8% 205 19.1%

55~64歲 7.7% 34.6% 24.3% 15.2% 18.3% 190 17.7%

65歲及以上 11.3% 29.1% 20.0% 13.8% 25.7% 184 17.2%

6.6% 32.1% 25.9% 13.8% 21.6% 1,071 100.0%

河洛人 8.0% 36.6% 23.7% 11.7% 20.0% 798 74.6%

客家人 3.8% 28.8% 29.8% 14.4% 23.1% 136 12.7%

外省人 1.6% 7.6% 36.0% 25.5% 29.3% 122 11.4%

原住民 0.0% 25.6% 31.2% 13.2% 30.1% 14 1.3%

6.6% 32.1% 26.0% 13.6% 21.6% 1,069 100.0%

小學及以下 10.2% 32.6% 15.7% 7.5% 34.1% 152 14.2%

初中、國中 6.0% 33.1% 27.6% 11.1% 22.2% 135 12.6%

高中、高職 6.5% 29.2% 29.0% 11.6% 23.7% 301 28.1%

專科 5.7% 36.4% 21.0% 18.6% 18.3% 130 12.1%

大學及以上 5.8% 32.3% 29.0% 17.5% 15.4% 354 33.0%

6.6% 32.1% 26.0% 13.8% 21.6% 1,07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6.6% 33.3% 17.4% 26.5% 16.2% 127 11.8%

高階白領人員 8.4% 26.1% 35.5% 15.9% 14.1% 119 11.1%

基層白領人員 6.3% 35.0% 26.9% 9.6% 22.1% 196 18.3%

軍公教人員 7.6% 31.8% 35.2% 22.3% 3.2% 32 3.0%

勞工 3.5% 30.8% 25.4% 9.0% 31.2% 168 15.7%

農民 8.8% 32.5% 28.6% 11.8% 18.4% 32 3.0%

學生 0.0% 36.4% 25.7% 19.6% 18.3% 30 2.8%

家庭主婦 6.8% 33.9% 28.5% 6.8% 23.9% 189 17.6%

退休人員 10.4% 33.2% 21.3% 16.7% 18.4% 141 13.2%

無業/待業者 4.5% 21.4% 18.2% 14.7% 41.3% 38 3.5%

6.6% 32.1% 26.0% 13.6% 21.7% 1,070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15.7% 60.7% 11.7% 1.9% 10.0% 357 33.2%

中性選民 2.7% 22.6% 25.9% 15.1% 33.7% 443 41.2%

國民黨認同者 0.9% 9.3% 49.7% 30.0% 10.1% 237 22.0%

不知道 1.6% 13.8% 15.3% 7.8% 61.5% 37 3.5%

6.6% 32.0% 26.1% 13.7% 21.6% 1,074 100.0%

台北市 9.4% 26.6% 28.3% 18.4% 17.2% 123 11.4%

新北市 4.5% 27.5% 24.4% 23.4% 20.2% 183 17.1%

桃竹苗 5.1% 28.3% 26.7% 10.6% 29.3% 164 15.3%

中彰投 4.3% 35.7% 29.6% 8.9% 21.4% 205 19.1%

雲嘉南 9.2% 35.4% 22.6% 10.0% 22.8% 156 14.5%

高屏澎 8.3% 33.5% 27.0% 11.5% 19.7% 172 16.0%

基宜花東金馬 7.4% 39.4% 20.4% 15.5% 17.3% 71 6.6%

6.6% 32.0% 26.1% 13.7% 21.6% 1,074 100.0%

教育程度

政黨認同

合計

合計

七大地區

Q2．整體來講，您贊同或不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與政策？

合計

合計

年齡

合計

合計

合計

性別

省籍

職業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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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一休、獨立公投與政府效能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1.8% 49.1% 17.9% 11.8% 9.4% 529 49.2%

女性 8.6% 49.8% 18.7% 6.0% 16.9% 545 50.8%

10.2% 49.5% 18.3% 8.9% 13.2% 1,074 100.0%

20~24歲 2.0% 64.7% 16.6% 11.2% 5.5% 90 8.4%

25~34歲 5.7% 51.7% 20.1% 11.6% 10.9% 185 17.2%

35~44歲 4.8% 49.4% 20.5% 9.8% 15.5% 218 20.3%

45~54歲 6.9% 48.2% 25.4% 8.2% 11.4% 205 19.1%

55~64歲 19.5% 47.7% 15.8% 6.2% 10.8% 190 17.7%

65歲及以上 19.2% 44.0% 9.7% 6.7% 20.4% 184 17.2%

10.2% 49.6% 18.3% 8.8% 13.1% 1,071 100.0%

河洛人 12.2% 51.0% 16.1% 6.7% 14.1% 798 74.6%

客家人 6.1% 48.8% 22.5% 13.2% 9.3% 136 12.7%

外省人 3.1% 39.7% 27.3% 17.9% 12.0% 122 11.4%

原住民 0.0% 42.6% 27.0% 18.5% 11.9% 14 1.3%

10.2% 49.3% 18.3% 8.9% 13.2% 1,069 100.0%

小學及以下 18.4% 45.2% 8.7% 4.2% 23.4% 152 14.2%

初中、國中 16.2% 50.1% 10.2% 9.4% 14.1% 135 12.6%

高中、高職 9.2% 56.6% 19.0% 6.0% 9.3% 301 28.1%

專科 8.4% 47.7% 19.6% 11.5% 12.9% 130 12.1%

大學及以上 5.8% 45.8% 24.5% 12.0% 11.8% 354 33.0%

10.2% 49.5% 18.3% 8.8% 13.2% 1,07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1.6% 40.3% 19.4% 16.4% 12.3% 127 11.8%

高階白領人員 7.2% 53.0% 25.7% 8.6% 5.5% 119 11.1%

基層白領人員 7.2% 47.2% 21.0% 10.1% 14.3% 196 18.3%

軍公教人員 2.0% 53.0% 23.7% 13.5% 7.8% 32 3.0%

勞工 8.8% 59.5% 13.4% 6.2% 12.1% 168 15.7%

農民 13.2% 56.6% 7.4% 6.5% 16.3% 32 3.0%

學生 0.0% 55.4% 28.1% 16.4% 0.0% 30 2.8%

家庭主婦 11.6% 51.3% 15.3% 3.0% 18.8% 189 17.6%

退休人員 19.9% 43.1% 12.8% 9.7% 14.6% 141 13.2%

無業/待業者 6.2% 40.0% 30.3% 2.1% 21.3% 38 3.5%

10.2% 49.6% 18.3% 8.7% 13.3% 1,070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23.3% 65.1% 6.7% 0.6% 4.3% 357 33.2%

中性選民 4.7% 43.0% 19.4% 11.2% 21.7% 443 41.2%

國民黨認同者 2.2% 39.4% 34.8% 17.2% 6.5% 237 22.0%

不知道 0.0% 39.4% 11.6% 7.8% 41.2% 37 3.5%

10.2% 49.5% 18.3% 8.9% 13.2% 1,074 100.0%

台北市 9.9% 49.5% 22.1% 5.2% 13.3% 123 11.4%

新北市 7.5% 46.8% 19.0% 15.7% 11.0% 183 17.1%

桃竹苗 6.5% 52.6% 21.7% 6.0% 13.2% 164 15.3%

中彰投 9.4% 51.1% 15.8% 8.1% 15.6% 205 19.1%

雲嘉南 14.2% 53.6% 13.4% 3.0% 15.9% 156 14.5%

高屏澎 13.6% 47.8% 17.9% 10.5% 10.1% 172 16.0%

基宜花東金馬 11.2% 38.8% 20.6% 15.4% 13.9% 71 6.6%

10.2% 49.5% 18.3% 8.9% 13.2% 1,074 100.0%

教育程度

Q5．行政院長賴清德上任已經兩個多月了。一般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清德內閣」的整體

施政表現？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合計

七大地區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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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一休、獨立公投與政府效能

非常

贊成

還算

贊成

不太

贊成

一點也

不贊成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6.8% 41.4% 18.3% 15.7% 7.9% 529 49.2%

女性 16.3% 46.5% 16.5% 9.2% 11.5% 545 50.8%

16.5% 44.0% 17.3% 12.4% 9.7% 1,074 100.0%

20~24歲 3.6% 48.9% 17.1% 19.0% 11.4% 90 8.4%

25~34歲 11.0% 47.3% 23.1% 13.5% 5.0% 185 17.2%

35~44歲 17.5% 40.9% 20.2% 16.3% 5.2% 218 20.3%

45~54歲 22.2% 43.6% 17.5% 10.7% 6.1% 205 19.1%

55~64歲 20.4% 49.4% 11.6% 8.2% 10.5% 190 17.7%

65歲及以上 17.4% 37.2% 13.9% 9.4% 22.1% 184 17.2%

16.6% 44.1% 17.3% 12.3% 9.7% 1,071 100.0%

河洛人 17.9% 46.0% 16.9% 9.6% 9.7% 798 74.6%

客家人 15.8% 40.2% 15.9% 20.9% 7.3% 136 12.7%

外省人 8.8% 35.8% 22.6% 19.0% 13.9% 122 11.4%

原住民 8.4% 41.7% 19.6% 30.3% 0.0% 14 1.3%

16.5% 44.0% 17.4% 12.3% 9.7% 1,069 100.0%

小學及以下 16.3% 37.7% 13.1% 5.4% 27.6% 152 14.2%

初中、國中 17.8% 41.2% 18.8% 11.2% 10.9% 135 12.6%

高中、高職 17.8% 45.2% 18.9% 10.9% 7.3% 301 28.1%

專科 21.5% 45.8% 17.5% 11.1% 4.1% 130 12.1%

大學及以上 13.4% 46.0% 17.4% 17.4% 5.8% 354 33.0%

16.6% 44.0% 17.4% 12.3% 9.8% 1,07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21.4% 43.7% 15.6% 15.8% 3.5% 127 11.8%

高階白領人員 17.8% 38.8% 22.1% 13.9% 7.3% 119 11.1%

基層白領人員 15.9% 46.7% 21.2% 8.9% 7.3% 196 18.3%

軍公教人員 16.0% 43.4% 19.9% 15.7% 5.0% 32 3.0%

勞工 16.4% 44.7% 15.3% 15.7% 7.9% 168 15.7%

農民 22.4% 37.2% 12.5% 10.6% 17.4% 32 3.0%

學生 10.9% 64.9% 7.8% 16.4% 0.0% 30 2.8%

家庭主婦 12.6% 45.4% 18.7% 7.2% 16.1% 189 17.6%

退休人員 18.0% 41.5% 11.7% 14.0% 14.7% 141 13.2%

無業/待業者 16.5% 41.0% 18.1% 10.5% 13.9% 38 3.5%

16.6% 44.2% 17.3% 12.3% 9.7% 1,070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25.6% 52.0% 10.8% 5.4% 6.3% 357 33.2%

中性選民 10.3% 41.0% 19.9% 16.1% 12.7% 443 41.2%

國民黨認同者 16.1% 41.1% 22.7% 15.8% 4.3% 237 22.0%

不知道 7.6% 21.1% 16.0% 13.4% 42.0% 37 3.5%

16.5% 44.0% 17.3% 12.4% 9.7% 1,074 100.0%

台北市 9.5% 49.5% 17.4% 10.5% 13.1% 123 11.4%

新北市 10.1% 49.2% 15.7% 17.5% 7.5% 183 17.1%

桃竹苗 19.4% 36.2% 17.8% 14.2% 12.5% 164 15.3%

中彰投 18.7% 50.8% 13.0% 9.4% 8.0% 205 19.1%

雲嘉南 19.6% 39.7% 21.3% 8.9% 10.5% 156 14.5%

高屏澎 21.5% 40.7% 20.8% 9.4% 7.5% 172 16.0%

基宜花東金馬 14.0% 36.8% 15.7% 21.3% 12.2% 71 6.6%

16.5% 44.0% 17.3% 12.4% 9.7% 1,074 100.0%

教育程度

Q9．整體來講，您贊成或不贊成行政院這次鬆綁（放寬）「一例一休」的修法行動？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合計

七大地區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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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一休、獨立公投與政府效能

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21.2% 40.7% 17.0% 11.3% 9.9% 529 49.2%

女性 15.6% 38.7% 19.3% 12.5% 13.9% 545 50.8%

18.3% 39.7% 18.2% 11.9% 11.9% 1,074 100.0%

20~24歲 13.0% 47.9% 24.6% 6.4% 8.1% 90 8.4%

25~34歲 14.1% 48.1% 16.2% 12.5% 9.0% 185 17.2%

35~44歲 15.4% 44.0% 18.7% 12.7% 9.2% 218 20.3%

45~54歲 20.2% 35.8% 24.3% 12.7% 7.1% 205 19.1%

55~64歲 25.4% 34.8% 13.4% 15.3% 11.0% 190 17.7%

65歲及以上 19.7% 32.3% 14.7% 7.9% 25.4% 184 17.2%

18.4% 39.8% 18.2% 11.8% 11.8% 1,071 100.0%

河洛人 19.1% 42.4% 17.4% 9.2% 12.0% 798 74.6%

客家人 21.3% 31.4% 16.6% 18.7% 11.9% 136 12.7%

外省人 12.2% 31.2% 25.9% 18.9% 11.8% 122 11.4%

原住民 6.2% 41.7% 11.9% 40.2% 0.0% 14 1.3%

18.4% 39.7% 18.2% 11.9% 11.8% 1,069 100.0%

小學及以下 20.1% 33.8% 8.7% 9.0% 28.4% 152 14.2%

初中、國中 17.4% 46.4% 14.7% 9.2% 12.4% 135 12.6%

高中、高職 18.7% 45.4% 14.1% 10.6% 11.3% 301 28.1%

專科 20.6% 33.8% 24.0% 12.6% 9.0% 130 12.1%

大學及以上 16.9% 37.3% 24.9% 14.8% 6.1% 354 33.0%

18.4% 39.8% 18.2% 11.8% 11.9% 1,07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23.5% 42.1% 14.3% 14.9% 5.2% 127 11.8%

高階白領人員 18.4% 29.2% 27.3% 12.5% 12.6% 119 11.1%

基層白領人員 17.4% 46.3% 17.8% 10.3% 8.2% 196 18.3%

軍公教人員 7.8% 36.1% 16.3% 30.5% 9.3% 32 3.0%

勞工 11.7% 47.0% 18.8% 12.8% 9.6% 168 15.7%

農民 32.7% 31.7% 18.0% 8.4% 9.2% 32 3.0%

學生 30.0% 16.7% 42.8% 10.6% 0.0% 30 2.8%

家庭主婦 18.0% 40.0% 11.8% 9.3% 20.9% 189 17.6%

退休人員 20.6% 38.3% 17.4% 9.7% 14.0% 141 13.2%

無業/待業者 18.4% 32.7% 20.1% 5.1% 23.7% 38 3.5%

18.4% 39.8% 18.2% 11.6% 12.0% 1,070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33.3% 45.5% 11.3% 3.9% 6.0% 357 33.2%

中性選民 9.8% 41.4% 20.5% 11.1% 17.2% 443 41.2%

國民黨認同者 13.8% 29.2% 23.6% 26.7% 6.7% 237 22.0%

不知道 5.6% 30.0% 21.7% 3.3% 39.5% 37 3.5%

18.3% 39.7% 18.2% 11.9% 11.9% 1,074 100.0%

台北市 15.7% 35.5% 22.0% 11.0% 15.7% 123 11.4%

新北市 17.6% 44.3% 18.3% 12.0% 7.9% 183 17.1%

桃竹苗 17.7% 39.0% 18.1% 13.1% 12.1% 164 15.3%

中彰投 19.6% 43.6% 15.4% 11.4% 10.0% 205 19.1%

雲嘉南 20.0% 35.9% 17.0% 12.0% 15.1% 156 14.5%

高屏澎 20.6% 43.3% 14.7% 10.8% 10.7% 172 16.0%

基宜花東金馬 13.6% 25.3% 30.4% 13.9% 16.8% 71 6.6%

18.3% 39.7% 18.2% 11.9% 11.9% 1,074 100.0%

教育程度

Q11．有人說：「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蔡英文政府應積極推動修正公投法，越快越好」，請問

您同意或不同意這項說法？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合計

七大地區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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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一休、獨立公投與政府效能

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8.6% 26.2% 23.9% 24.8% 6.5% 529 49.2%

女性 13.6% 28.4% 23.7% 23.3% 11.0% 545 50.8%

16.1% 27.3% 23.8% 24.0% 8.8% 1,074 100.0%

20~24歲 6.8% 40.2% 34.3% 16.7% 2.0% 90 8.4%

25~34歲 19.0% 34.6% 25.3% 14.5% 6.6% 185 17.2%

35~44歲 10.3% 29.9% 22.7% 30.3% 6.7% 218 20.3%

45~54歲 15.6% 18.9% 26.6% 35.1% 3.8% 205 19.1%

55~64歲 19.4% 26.0% 21.0% 25.2% 8.4% 190 17.7%

65歲及以上 21.9% 21.8% 18.8% 15.8% 21.7% 184 17.2%

16.1% 27.4% 23.9% 24.0% 8.6% 1,071 100.0%

河洛人 17.1% 29.2% 22.6% 21.7% 9.4% 798 74.6%

客家人 19.4% 21.5% 27.9% 25.4% 5.7% 136 12.7%

外省人 7.0% 22.5% 25.6% 37.3% 7.7% 122 11.4%

原住民 10.9% 16.1% 33.2% 34.0% 5.7% 14 1.3%

16.1% 27.3% 23.8% 24.1% 8.7% 1,069 100.0%

小學及以下 23.5% 25.2% 17.3% 9.5% 24.5% 152 14.2%

初中、國中 20.0% 29.1% 19.8% 21.8% 9.2% 135 12.6%

高中、高職 17.3% 32.4% 26.0% 17.5% 6.8% 301 28.1%

專科 11.3% 22.0% 25.3% 36.1% 5.4% 130 12.1%

大學及以上 12.0% 25.2% 25.9% 32.2% 4.6% 354 33.0%

16.1% 27.3% 23.9% 24.0% 8.7% 1,07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24.5% 26.8% 15.4% 29.2% 4.1% 127 11.8%

高階白領人員 18.1% 18.1% 23.5% 36.0% 4.4% 119 11.1%

基層白領人員 13.7% 32.7% 25.4% 22.0% 6.1% 196 18.3%

軍公教人員 5.0% 22.0% 39.1% 32.1% 1.9% 32 3.0%

勞工 11.0% 30.4% 31.6% 20.2% 6.9% 168 15.7%

農民 20.4% 24.4% 26.8% 9.6% 18.7% 32 3.0%

學生 0.0% 34.7% 38.0% 27.3% 0.0% 30 2.8%

家庭主婦 16.6% 30.4% 19.4% 18.6% 15.1% 189 17.6%

退休人員 21.5% 22.2% 21.2% 22.4% 12.7% 141 13.2%

無業/待業者 13.8% 22.8% 18.1% 30.6% 14.7% 38 3.5%

16.1% 27.4% 23.9% 24.0% 8.6% 1,070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29.3% 34.4% 22.8% 8.4% 5.1% 357 33.2%

中性選民 11.3% 28.3% 23.2% 25.2% 12.0% 443 41.2%

國民黨認同者 7.4% 16.5% 24.8% 48.0% 3.2% 237 22.0%

不知道 1.6% 16.1% 34.2% 7.4% 40.7% 37 3.5%

16.1% 27.3% 23.8% 24.0% 8.8% 1,074 100.0%

台北市 15.1% 25.4% 20.8% 30.4% 8.3% 123 11.4%

新北市 14.5% 27.5% 25.2% 25.6% 7.2% 183 17.1%

桃竹苗 16.7% 21.8% 26.9% 28.3% 6.2% 164 15.3%

中彰投 17.1% 23.1% 27.8% 22.8% 9.3% 205 19.1%

雲嘉南 16.8% 28.3% 26.1% 14.8% 14.1% 156 14.5%

高屏澎 20.0% 36.4% 14.2% 21.8% 7.6% 172 16.0%

基宜花東金馬 6.4% 30.5% 25.3% 28.5% 9.3% 71 6.6%

16.1% 27.3% 23.8% 24.0% 8.8% 1,074 100.0%

教育程度

Q13．有人說：「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應該在蔡英文總統這個任期內舉行獨立公投，早日完成

台灣歷史使命」，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項主張？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合計

七大地區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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